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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⒈《重庆市水资源公报 2021》（以下简称《公报》）中涉及重庆全域数

据是现有设施监测统计分析结果，技术规范采用《水资源公报编制规程》

（GB/T 23598―2009）。

⒉《公报》中多年平均值沿用 1956-2000 年水文系列平均值。

⒊《公报》部分数据合计数由于单位取舍不同而产生的计算误差，未

作调整。

⒋《公报》涉及定义如下：

⑴地表水资源量：指河流、湖泊、冰川等地表水体逐年更新的动态水

量，即天然河川径流量（仅包括当地地表径流量，不包括过境水量）。

⑵地下水资源量：指地下饱和含水层逐年更新的动态水量，即降水和

地表水入渗对地下水的补给量。

⑶水资源总量：指当地降水形成的地表和地下产水总量，即地表径流

量与降水入渗补给地下水量之和。

⑷供水量：指各种水源提供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水量之和，分为地

表水源、地下水源和其他水源。地表水源供水量指地表水工程的取水量，

按蓄水工程、引水工程、提水工程、调水工程四种形式统计；地下水源供

水量指水井工程的开采量，按浅层淡水、深层承压水分别统计；其他水源

（非常规水源）包括再生水、集蓄雨水、淡化海水、微咸水和矿坑水。抗

旱、应急等临时供水，按非工程供水量统计在地表水源供水量中；重庆全

域无水资源一级区之间的调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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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用水量：是指各类河道外用水户取用的包括输水损失在内的毛水量

之和，按用户特性分生产用水、生活用水、人工生态环境补水三大类统计，

不包括水力发电、航运等河道内用水量。生产用水再划分为第一产业用水、

第二产业用水、第三产业用水。第一产业（农业）用水，包括耕地、林地、

园地、牧草地灌溉用水，鱼塘补水及畜禽用水。第二产业用水包括工业用

水和建筑业用水，工业用水指工矿企业用于生产活动的水量，包括主要生

产用水、辅助生产用水（如机修、运输、空压站等）和附属在生产用水（如

绿化、办公室、浴室、食堂、厕所、保健站等），按新水取用量计，不包

括企业内部的重复利用水量。第三产业用水包括商品贸易、餐饮住宿、金

融、交通运输、仓储物流、邮电通讯、文教卫生、机关团体等各种服务行

业的用水量。生活用水指城乡居民家庭生活用水，按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

用水分别统计。人工生态环境补水仅包括人为措施供给的城镇环境用水和

部分河湖、湿地补水，不包括降水、径流自然满足的水量。

⑹用水消耗量（简称耗水量）：指在输水、用水过程中，通过蒸腾蒸

发、土壤吸收、产品吸附、居民和畜禽饮用等多种途径消耗掉，而不能回

归到地表水体和地下含水层的水量。

⑺耗水率：指用水消耗量占用水量的百分比。

⑻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指用水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

⑼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指工业用水量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

⒌《公报》由重庆市水利局组织编制，参加编制的单位包括各区县（自

治县）、两江新区、万盛经开区和高新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公报》采用或

引用的基础资料，主要来源于市水利局、市经济信息委、市规划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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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城市管理局、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

长江上游水文水资源勘测局等部门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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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综述

重庆市位于长江上游，幅员面积 8.24 万平方公里。境内河流纵横，长

江自西南向东北横贯市境，北有嘉陵江，南有乌江汇入，形成向心的、不

对称的网状水系。境内流域面积大于 100 平方公里的河流有 274 条，其中

流域面积大于 1000 平方公里的河流有 42 条。

降水量 2021 年全市平均降水量 1404.3 毫米，比上年减少 2.18％，

比多年平均降水量增加 18.59%，属丰水年份。

水资源量 2021 年全市地表水资源量 750.7825 亿立方米，比上年减

少 2.10%，较多年平均值增加 32.24%。

蓄水动态 2021年全市统计大中型水库 133座，年末总蓄水量 65.1574

亿立方米，比上年末增加 7.9963 亿立方米，增幅 13.99%。

供用水量 2021 年全市总供用水量 72.1205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加

2.87%。

用水指标 2021 年全市人均综合用水量为 225 立方米，万元 GDP（当

年价）用水量为 25.9 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当年价）用水量为 24.5

立方米，居民生活人均日用水量 139.5 升，城镇公共人均日用水量 74.0 升，

农田灌溉亩均用水量 316 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0.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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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资源量

（一）降水量

2021 年全市平均降水量 1404.3 毫米，比上年减少 2.18％，比多年平

均降水量增加 18.59%，属丰水年份。

与上一年比较，嘉陵江、长江宜宾至宜昌、汉江的降水量分别增加

13.71%、1.49%、22.16%，岷沱江、乌江、洞庭湖水系分别减少 2.47%、

14.92%、23.07%；与多年平均降水量比较，岷沱江、嘉陵江、乌江、长江

宜宾至宜昌、洞庭湖水系、汉江的降水量分别增加 2.76%、24.28%、13.36%、

19.68%、8.33%、45.73%。

在流域分布上，2021 年汉江降水量最大，年降水量 1706.2 毫米，最

小的为岷沱江，年降水量 1060.7 毫米，其他水系均在 1355.8～1484.7 毫米

之间。总体上全市呈现自西向东降水逐渐增多的趋势。

从年内分配上来看，2021 年雨量代表站五岔、石柱、两河、保家楼、

龙潭站 5～9 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63.50%、71.17%、

72.63%、71.61%、70.85%。2021 年五岔站 5～9 月降水量较该站 5~9 月多

年平均值减少 20.19%，石柱、两河、保家楼、龙潭站 5～9 月降水量较该

站 5~9 月多年平均值分别增加 18.09%、33.43％、20.90%、33.46%。

2021 年重庆市雨量代表站月降水量见图 1，重庆市水资源二级区近五

年降水量比较图，详见图 2。

2021 年重庆市降水量等值线见图 3，2021 年重庆市降水量距平等值

线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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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重庆市水资源二级区近五年降水量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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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表水资源量

2021 年全市地表水资源量为 750.7825 亿立方米，比上年减少 2.10%，

较多年平均值增加 32.24%。

在流域分布上，嘉陵江、长江宜宾至宜昌、汉江地表水资源量较上一

年分别增加 25.16%、4.21%、25.91%，岷沱江、乌江、洞庭湖水系地表水

资源量较上一年分别减少 4.91%、19.55%、29.88%；与多年平均地表水资

源量比较，岷沱江、嘉陵江、乌江、长江宜宾至宜昌、洞庭湖水系、汉江

分别增加 5.77%、42.32%、15.84%、38.65%、12.10%、56.31%。

地表水资源量地区分布与降水量在地区上的分布基本一致。

重庆市近五年地表水资源量与多年平均值比较见图 5，重庆市水资源

二级区近五年地表水资源量比较图，详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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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下水资源量

2021 年全市地下水资源量 129.3865 亿立方米。其中长江干流区、乌

江水系岩溶地区地下水资源量丰富，西部地区地下水资源量少。

（四）水资源总量

2021 年全市水资源总量 750.7825 亿立方米，折合径流深 911.1 毫米。

地表水资源量 750.7825 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 129.3865 亿立方米，重

复计算量 129.3865 亿立方米，平均产水系数 0.65，产水模数 91.11 万立方

米/平方公里。2021 年重庆市水资源量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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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蓄水动态

2021 年纳入全市统计的大中型水库共计 133 座，其中大型水库 19 座，

中型水库 114 座。2021 年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为 65.1574 亿立方米，

比年初蓄水总量增加 7.9963 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年末蓄水量 48.5337

亿立方米，比年初增加 6.8128 亿立方米；中型水库年末蓄水量为 16.6237

亿立方米，比年初增加 1.1835 亿立方米。大中型水库蓄水动态见图 7 和

表 2。

从水资源二级区来看，岷沱江、嘉陵江大中型水库年末蓄水总量均比

年初蓄水总量减少，乌江、长江宜宾至宜昌、洞庭湖水系、汉江大中型水

库年末蓄水总量均比年初蓄水总量增加，长江宜宾至宜昌大中型水库年末

蓄水总量增幅最大，为 3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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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1 年重庆市大中型水库蓄水动态表

水资源二级区 水库类别 水库座数 年初蓄水总量 年末蓄水总量 年蓄水变量

小计 133 57.1611 65.1574 7.9963

大型 19 41.7209 48.5337 6.8128

中型 114 15.4402 16.6237 1.1835

小计 6 1.9312 1.7943 -0.1369

大型 1 1.3057 1.2252 -0.0805

中型 5 0.6255 0.5691 -0.0564

小计 19 10.9589 10.3323 -0.6266

大型 3 8.3938 7.8968 -0.4970

中型 16 2.5651 2.4355 -0.1296

小计 26 20.8823 22.0775 1.1952

大型 5 17.6531 18.4256 0.7725

中型 21 3.2292 3.6519 0.4227

小计 70 17.8533 24.8653 7.0120

大型 7 9.9393 15.9870 6.0477

中型 63 7.9140 8.8783 0.9643

小计 8 3.0684 3.0948 0.0264

大型 2 2.2175 2.2591 0.0416

中型 6 0.8509 0.8357 -0.0152

小计 4 2.4670 2.9932 0.5262

大型 1 2.2115 2.7400 0.5285

中型 3 0.2555 0.2532 -0.0023

汉江

单位:亿立方米

全市

岷沱江

嘉陵江

乌江

宜宾至宜昌

洞庭湖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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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供用水量

（一）供水量

2021 年全市总供水量 72.1205 亿立方米。按供水水源统计，地表水源

供水量 66.2242 亿立方米，地下水源供水量 0.5325 亿立方米，其他水源供

水量 5.3638 亿立方米，分别占总供水量的 91.82 %、0.74%和 7.44 %。地

表水源供水量中，蓄水工程供水量 29.1054 亿立方米，引水工程供水量

6.7965 亿立方米，提水工程供水量 30.3183 亿立方米，非工程供水量 0.0041

亿立方米，分别占地表水源供水量的 43.95 %、10.26 %、45.78 %和 0.01%。

2021 年重庆市供水量组成见图 8，重庆市供水量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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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水量

2021 年全市总用水量 72.1205 亿立方米。按用户特性统计，生产用水

54.1232 亿立方米，生活用水 16.3551 亿立方米，生态环境补水 1.6423 亿

立方米，分别占总用水量的 75.04%、22.68%、2.28%。

2021 年生产用水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用水分别为

28.6878 亿立方米、20.6814 亿立方米和 4.7540 亿立方米，分别占总用水量

的 39.78%、28.68%、6.59%。2021 年重庆市用水量组成见图 9，重庆市用

水量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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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资源分区供水量和用水量

水资源二级区统计供水量和用水量，岷沱江为 2.1930 亿立方米，嘉陵

江为 15.4401亿立方米，乌江为 5.4568亿立方米，长江宜宾至宜昌为 46.9263

亿立方米，洞庭湖水系为 1.7729 亿立方米，汉江为 0.3316 亿立方米，占

全市总供水量和用水量的比例分别为 3.04%、21.41%、7.57%、65.07%、

2.46%、0.46%。2021 年重庆市水资源二级区供水量和用水量见表 4，供水

量和用水量组成见图 10。

其中：
火电

全  市 66.2242 0.5326 5.3638 72.1205 16.3551 28.6878 20.6814 7.3216 4.7540 1.6423 72.1205

岷沱江 2.0118 0.0892 0.0920 2.1930 0.5983 1.1716 0.2174 0.0040 0.0910 0.1147 2.1930

嘉陵江 15.0783 0.2335 0.1283 15.4401 5.0113 5.5264 2.5018 0.2086 1.9808 0.4198 15.4401

乌江 5.3778 0.0159 0.0630 5.4568 1.1639 3.1293 0.8747 0.0427 0.2289 0.0600 5.4568

宜宾至宜昌 41.6658 0.1845 5.0761 46.9263 9.1275 17.5734 16.8479 7.0664 2.3702 1.0073 46.9263

洞庭湖水系 1.7589 0.0095 0.0045 1.7729 0.3641 1.1204 0.1937 0.0669 0.0278 1.7729

汉江 0.3316 0.3316 0.0899 0.1667 0.0460 0.0162 0.0128 0.3316

注： ⒈ 其他供水量包括污水处理再利用量、雨水利用量和矿坑水利用量。

⒉ 二产(火电)用水量含直流式机组用水量63578万立方米。

⒊ 因为小数位数造成流域之和与全市不一致，未做机械修正。

表4      2021年重庆市水资源二级区供水量和用水量

水资源
二级区

供水量 用水量

地表水 地下水 其他
总供
水量

生活

生产
生态
环境

补水量

总用
水量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单位：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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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耗水量

2021 年全市总耗水量 39.8402 亿立方米，耗水率 55.24%。按用户特性

统计，生产耗水量30.2944亿立方米，占总耗水量的76.04%，耗水率 55.97%；

生活耗水量 8.2909 亿立方米，占总耗水量的 20.81%，耗水率 50.69%；生

态环境耗水量 1.2549 亿立方米，占总耗水量的 3.15%，耗水率 76.41%。2021

年重庆市耗水量组成见图 11。

（五）用水指标分析

2021 年全市人均综合用水量 224.5 立方米，与 2020 年比较增加 2.64%；

万元 GDP（当年价）用水量 25.9 立方米，与 2020 年比较下降 7.79%。农

田灌溉亩均用水量 316.4 立方米，与 2020 年比较减少 0.78%，农田灌溉水

有效利用系数 0.5070；万元工业增加值（当年价）用水量为 24.5 立方米，

与 2020 年比较基本持平。居民生活人均日用水量 139.5 升，与 2020 年比

较减少 1.99%，城镇公共人均日用水量 74.0 升，与 2019 年比较增加 5.46%；

2021 年畜禽头均日用水量 3.5 升，其中牲畜头均日用水量 26.1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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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21 年主要用水指标见图 12，与 2015 年比较：全市人均综合

用水量呈下降趋势，居民生活人均日用水量缓慢增长，年均增长 0.90%；

万元 GDP 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明显，按当年价计算，年

均下降 12.19%和 16.24%；受气候、降水量和农田实灌面积等因素的影响，

农田实灌亩均用水量小幅波动。

从水资源分区看，各水资源二级区中，人均综合用水量最高的是长江

宜宾至宜昌，最低的是岷沱江；万元 GDP 用水量最高的是汉江，最低的

是岷沱江；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最高的是汉江，最低的是岷沱江。2021

年重庆市水资源二级区主要用水指标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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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市 224.5 25.9 24.5 316.4 159.3 92.5 139.5 74.0

岷沱江 172.7 15.8 3.4 345.9 148.9 96.8 129.1 44.1

嘉陵江 176.2 17.2 9.0 295.5 170.8 94.5 156.7 94.3

乌江 209.6 27.7 11.3 301.3 148.9 89.1 122.5 58.2

宜宾至宜昌 252.3 31.2 37.4 324.0 154.1 91.0 134.4 66.1

洞庭湖水系 242.6 39.8 17.0 324.6 177.8 102.5 136.5 74.2

汉江 211.9 76.1 69.6 323.6 193.4 126.2 157.4 107.1

注： 1. 万元GDP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指标按当年价格计算。
2. 本表计算中所使用的人口数字为当年常住人口数。

表7  2021年重庆市水资源二级区主要用水指标

城镇公共
人均日用
水量/升城镇 农村

城乡
居民

水资源二级区
人均综合
用水量
/立方米

万元GDP
用水量
/立方米

万元工业
增加值用水量

/立方米

农田灌溉
亩均用水量
/立方米

居民生活人均日用水量/升

受人口密度、经济结构、作物组成、节水水平、气候和水资源条件等

多种因素影响，各区县的用水指标值差别较大。从人均综合用水量看，大

于或等于 300 立方米的有长寿区、江津区 2 个区县，小于 130 立方米的有

渝中区、大渡口区、沙坪坝区、忠县、巫山县 5 个区县；从万元 GDP 用

水量看，大于 50 立方米的有江津区、城口县、酉阳县 3 个区县。2021 年

重庆市主要用水指标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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